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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

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

歌（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亳州和霍邱的歌舞

周代，陈国在今天的河南淮阳、柘城和

安徽亳州一带。在十五“国风”之一的《陈

风》“宛丘”里，讲述了陈国的老百姓不分酷

暑和严寒在尽情歌舞的场景；在“东门之

枌”里，讲述秋日祭社盛会的情景，青年男

女们放下各种农活，齐赶庙会，姑娘们在树

林下翩翩起舞。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亳州一带民

间歌舞当时十分盛行。而这种风俗，一直

延续到了现在。

《小雅》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淮上风光

的影子。如“鼓钟”里的淮水汤汤、淮水湝

湝、淮有三洲。

从一些研究性文章里，可以证实，这里所

讲鼓钟奏乐之地就是今天的霍邱县北面一带。

淮北的始祖是相土

《商颂》里有一句“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的诗句。此处的相土，就是今天淮北的始

祖。传说在夏朝前期，商族部落首领相土曾

一度来相城居留，相城说的就是淮北。

相土是个大有作为、声名显赫的人，在他

的治理下，商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

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族部落日益

繁荣强盛，于是便决意向东方扩张势力。

相传相土率领其部落驾驶着自己发明

的马车，一路风尘向东行进。路途中被葱

茏叠翠的古相山所吸引，于是便在这里夯

土围城，定居于相山脚下，日久形成城邑，

后人为纪念相土来居，便把此地命名为相

城、相山。

《诗经》里的江淮元素

中国有史可稽的第一首情诗，公

认是《涂山女歌》。

现在安徽怀远东涂山有望夫石，

相传即为涂山氏所化。而她唱的那句

“候人兮猗”，被称为南音之始。

南音，就是南方歌谣，即古代沿淮

一带的土乐、情歌、小调。

涂山上的一见钟情

禹在涂山遇见了涂山氏之女女

娇。两人一见钟情。

在治理水患时，他想到了女娇的

本家，东夷强大的涂山氏。如果能联

姻涂山氏，则整个东夷都会为己所用，

朝内的重臣、类似大理卿(狱官之长)的

皋陶也会支持自己。况且与女娇两情

相悦，岂不是天作之合？

不过因为涂山氏尚处于母系制后

期，禹只能做上门女婿，“夫从妇居”。

禹忙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

入”。对禹来说，治水的业绩决定着前

途；但是对女娇来说，爱情是惟一的。

禹出门在外的日日夜夜，女娇独

守空房，不觉忆起了初次见到这个“身

九尺二寸长”的魁梧男子的情景，而发

为心声：“候人兮猗！”

涂山女娇，也因此成为中国远古

神话中的诗歌女神。后来的《诗经》、

《楚辞》用“兮”这个字，都明显是受到

了这首诗歌的影响。

《涂山歌》的传奇性

与之相关的，还有首《涂山歌》。

“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

室，我都攸昌。”大意是孤单单走来的

白狐狸，九个尾巴粗又长。大禹和涂

山女结为连理，这里将永远兴旺。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

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

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

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

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

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

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他说

“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

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

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

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

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

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

短歌吟唱。

在第18个世界读书日前夕，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近日对外发布初步研究成

果。在去年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十本书及十个作家的名字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有关诗歌的字眼。

是的，在这个时代，诗歌已经没落。可一度，安徽的诗歌在全国是首屈一指，不论是诗还是我们的诗人。

你知道，中国第一首诗歌，诞生在怀远的涂山吗？你知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有很多安徽元素吗？你知道，伟大

的屈原在流放期，来过青阳吗？本期策划告诉你的，就是从古至今，安徽诗歌一些不被人知的往事。

南音之始的《涂山女歌》

本版文字 张亚琴

传说涂山女为九尾狐


